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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
【投资要点】 

◆ 2018年，全国（不含外籍和港澳台地区，下同）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

病 777.07万例，报告发病率 559.41/10万；报告法定传染病死亡 23377

人，报告死亡率 1.68/10万。从近年的数据变化来看，我国法定传染

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有所上升。 

◆ 2018年，报告发病数居前 5位的乙类传染病依次为病毒性肝炎、肺结

核、梅毒、淋病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，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

数的 92.15%。近年我国主要传染病病种没有发生变化，只是在排名上

偶有变动。2018年，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者达到 128 万例（发病率为

92.15/10万人），其中乙型和丙型最多，分别达到 100 万例、21.94

万例（发病率分别为 71.99/10 万人、15.79/10万人）。我国病毒性肝

炎发病率总体稳定略有提升。 

◆ 2018年，报告死亡数居前 5位的乙类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、肺结核、

病毒性肝炎、狂犬病和乙型脑炎，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

99.27%。2018年，我国艾滋病报告发病 64170例，同比+12.2%，呈现

上升趋势；死亡 18780例，同比+23.14%，增长较快。 

◆ 从近年数据来看，流行感冒发病率有抬头的趋势，总体来说丙类传染

病死亡人数有所下降。 

◆ 从传播途径来看，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发病人数最多，发病率、死亡

率相对较高；其次是呼吸道。 

 

【配置建议】 

◆ 谨慎看好拥有三价和独家四价流感疫苗的华兰生物（002007）；建议

关注拥有独家品种四联苗和 Hib疫苗份额高的康泰生物（300601）、

抗肝炎病毒药重点企业中国生物制药（1177.HK）和抗流感药重点企

业东阳光药（1558.HK）。 

 

【风险提示】 

◆ 政策监管风险； 

◆ 市场竞争风险； 

◆ 产品安全问题； 

◆ 药品降价风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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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我国法定传染病总体情况 

2018 年，全国（不含外籍和港澳台地区，下同）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

777.07万例，报告发病率 559.41/10万；报告法定传染病死亡 23377人，报告

死亡率 1.68/10万。从近年的数据变化来看，我国法定传染病的发病率与死亡

率均有所上升。 

 

 

图表 1：我国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）  图表 2：我国法定传染病发病率（每十万人） 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 

图表 3：我国法定传染病死亡情况（人，%）  图表 4：我国法定传染病死亡率（每十万人） 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.我国法定传染病按类别统计 

2.1.甲类传染病 

2018 年，我国甲类传染病中鼠疫无发病死亡报告，霍乱报告发病 28 例，

报告发病率为 0.0020/10万，较 2017年增加 14例病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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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5：我国甲类传染病发病/死亡情况（例/人） 

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

发病数:鼠疫 3 0 1 1 0 

发病数:霍乱 24 13 27 14 28 

死亡数:鼠疫 3 0 0 1 0 

死亡数:霍乱 0 0 0 0 0 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.2.乙类传染病 

2.2.1.乙类传染病发病/死亡情况 

2018年，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、脊髓灰质炎、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白

喉无发病/死亡报告外，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 306.30 万例，死亡 23174 人，

报告发病率为 220.51/10 万，报告死亡率为 1.67/10 万，较 2017 年报告发病

率下降 0.70%，报告死亡率上升 17.20％。 

 

 

图表 6：我国乙类传染病发病情况（万例，1/10万）  图表 7：我国乙类传染病死亡情况（人，1/10万） 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.2.2.乙类传染病主要发病病种 

2018 年，报告发病数居前 5 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、肺结核、梅毒、

淋病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，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2.15%。近年我

国主要传染病病种没有发生变化，只是在排名上偶有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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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8：我国 2017年乙类传染病主要发病病种  图表 9：我国 2018年乙类传染病主要发病病种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1）病毒性肝炎 

 

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最大的传染病病种，包括甲型、乙型、丙型、丁型、戊

型以及未分型肝炎。2018年，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者达到 128万例（发病率为

92.15/10 万人），其中乙型和丙型最多，分别达到 100 万例、21.94 万例（发

病率分别为 71.99/10万人、15.79/10万人）。近年，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

体稳定略有提升。 

 

 

图表 10：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）  图表 11：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率（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）肺结核 

 

2018年，我国肺结核发病 82.33万例，同比-1.42%，近年有下降趋势；发

病率为 59.27/10万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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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12：我国肺结核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，1/10万人）  

 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3）梅毒 

 

2018 年，我国梅毒发病 49.49 万例，同比 3.99%；发病率为 35.63/10 万

人。  

 

 

图表 13：我国梅毒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，1/10万人）  

 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4）淋病 

 

2018年，我国淋病发病 13.32万例，同比-4.10%；发病率为 9.63/10万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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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14：我国淋病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，1/10万人）  

 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5）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

 

2018年，我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发病 9.12万例，同比-16.64%；发病

率为 6.56/10 万人。该疾病发病例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，且发病率由 2015 年

的 10.2/10万人下降至 2018 年的 6.56/10万人，得到较好控制。 

 

 

图表 15：我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发病情况（万例，%，1/10万人）  

 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.2.3.乙类传染病主要死亡病种 

2018年，报告死亡数居前 5位的病种依次为艾滋病、肺结核、病毒性肝炎、

狂犬病和乙型脑炎，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 99.2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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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艾滋病 

 

2018年，我国艾滋病报告发病 64170例，同比+12.2%，呈现上升趋势；死

亡 18780 例，同比+23.14%。艾滋病发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，由 2015 年的 25%

上升到 2018年的 29%，近年死亡人数增长速度明显大于发病病例增长速度。艾

滋病发病率为 4.62/10万人、死亡率为 1.35/10万人。艾滋病死亡增长快的主

要原因是：1）部分感染者转变为艾滋病病人，进而引起其他基础性疾病导致

死亡；2）部分新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发现晚，未进行治疗已死亡。 

 

 

图表 16：我国艾滋病发病/死亡情况（例，%）  图表 17：我国艾滋病发病/死亡率（%，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）肺结核 

 

2018年，我国肺结核死亡 3149人，同比 11.55%，近年有上升趋势；死亡

率为 0.23/10万人。  

 

 

图表 18：我国肺结核死亡情况（人，%，1/10万人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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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3）病毒性肝炎 

 

2018年，我国病毒性肝炎死亡 531人，同比-7.33%，近年有下降趋势。其

中，甲型 3人、乙型 413人、丙型 99人、丁型 0人、戊型 14人和未分型 2人。

我国病毒性肝炎死亡率为 0.04/10万人，其中乙型 0.03/10万人、丙型 0.01/10

万人。  

 

 

图表 19：我国病毒性肝炎死亡情况（人，%）  图表 20：我国病毒性肝炎死亡率（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4）狂犬病 

 

2018 年，我国狂犬病报告发病 422 例，同比-18.22%，呈现下降趋势；死

亡 410例，同比-18.33%。狂犬病发病死亡率高企，由 2015年的 92.42%上升到

2018年的 97.16%。狂犬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现下降趋势。 

 

 

图表 21：我国狂犬病发病/死亡情况（例，%）  图表 22：我国狂犬病发病/死亡率（%，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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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乙型脑炎 

 

2018年，我国乙型脑炎报告发病 1800例，死亡 135例，增长速度变化大。

乙型脑炎发病死亡率为 7.5%。乙型脑炎发病率与死亡率分别为 0.13/10 万人、

0.01/10万人，呈上升趋势。 

 

 

图表 23：我国乙型脑炎发病/死亡情况（例，%）  图表 24：我国乙型脑炎发病/死亡率（%，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2.3.丙类传染病 

2.3.1.丙类传染病发病/死亡情况 

 

2018年，丙类传染病除丝虫病无发病/死亡报告外，共报告发病 470.77万

例，死亡 203人，报告发病率为 338.90/10万,报告死亡率为 0.015/10万。报

告发病数居前 5位的病种依次为:手足口病、其他感染性腹泻病、流行性感冒、

流行性腮腺炎和急性出血性结膜炎，共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9.80％；

报告死亡数的病种依次为：流行性感冒、手足口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病，占丙

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 100%。 

从近年数据来看，流行感冒发病率有抬头的趋势，总体来说丙类传染病死

亡人数有所下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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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25：我国丙类传染病发病情况（万例）  图表 26：我国丙类传染病发病率（1/10万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 

图表 27：我国丙类传染病死亡情况（人）  

 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3.我国法定传染病按传播途径统计 

我国法定传染病主要有四种传播途径：1）一是报告肠道传染病发病 16.23

万例，死亡 22人，报告发病率为 11.69/10万，较上年下降 13.93%，报告死亡

率为 0.0016/10万，较上年下降 33.33%；2）二是报告呼吸道传染病发病 92.83

万例，死亡 3163 人，报告发病率为 66.83/10 万，较上年下降 0.48%，报告死

亡率为 0.23/10万，较上年上升 1.16%；3）三是报告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发

病 60426例，死亡 653人，报告发病率为 4.35/10万，报告死亡率为 0.047/10

万，分别较上年下降 2.81%和 1.67%；4）四是报告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发病

191.19万例，死亡19332人，报告发病率为 137.64/10万，报告死亡率为 1.39/10

万，分别较上年上升 0.58%和 21.2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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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28：我国按传播途径发病数量（万例）  图表 29：我国按传播途径死亡数量（人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 

图表 30：我国按传播途径发病率（1/10万）  图表 31：我国按传播途径死亡率（1/10万）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疾病预防控制局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

 

4.重点公司数据汇总 

 

图表 32：2018年样本医院用药情况 

治疗小类 企业名称 年份 

销售金额 

(亿元) 占比(%) 

销售数量

(万盒/支) 占比(%) 

抗肝炎病毒药 

中国生物制药

(正大天晴) 2018 8.56 5.53% 7500 8.35% 

 

中国生物制药

(正大天晴) 2017 9.39 6.07% 7100 7.81% 

 

中美 

上海施贵宝 2018 6.95 4.49% 2647 2.91% 

抗 AIDS药 GSK(天津) 2018 2.47 8.55% 1500 6.86% 

 Gilead 2018 0.99 3.44% 557 2.53% 

抗流感药 东阳光药 2018 3.75 29.58% 6272 35.77% 

 东阳光药 2017 2.63 20.76% 4404 25.1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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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PDB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。销售金额超过或近 1亿元的公司。 

 

图表 33：重点公司主要疫苗品种近三年批签发数据（单位：万支） 

公司 疫苗品种 
时间 18 年 

同类占比 

18 年批签发量 

同比增速 16 年 17 年 18 年 

智飞生物 

HPV 4价（代理） 0 35 361 52% 931% 

HPV 9价（代理） 0 0 122 18% NA 

轮状病毒疫苗（代理） 0 0 79 14% NA 

Hib疫苗 154 212 58 5% -72% 

三联苗 22 470 644 独家品种 37% 

康泰生物 

乙肝疫苗 3035 4741 2563 40% -46% 

Hib疫苗 444 365 381 35% 4% 

四联苗 132 143 515 独家品种 260% 

华兰生物 

乙肝疫苗 350 234 229 3% -2% 

流感疫苗（三价） 475 730 340 16% -53% 

流感疫苗（四价） 0 0 512 24% NA 

沃森生物 
Hib疫苗 347 282 304 28% 8% 

23价肺炎疫苗 0 119 162 15% 36% 
 

资料来源：中检院，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。注：（1）HPV 4价和 HPV 9价疫苗占比基数为 HPV疫苗总量；（2）Hib疫苗占比基数为 Hib疫苗总量（不

包含多联苗）；（3）流感疫苗三价/四价占比基础为流感疫苗总量；（4）23价肺炎疫苗占比基数为 13价和 23价肺炎疫苗总量。 

 

5.投资建议 

谨慎看好拥有三价和独家四价流感疫苗的华兰生物（002007）；建议关注

拥有独家品种四联苗和 Hib 疫苗份额高的康泰生物（300601）、抗肝炎病毒药

重点企业中国生物制药（1177.HK）和抗流感药重点企业东阳光药（1558.HK）。 

 

6.风险提示 

政策监管风险； 

市场竞争风险； 

产品安全问题； 

药品降价风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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